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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叙事述人，求实存真，教化资治。历史文化是财富的最高形式。《昆明交

通规费征收稽查志》的编纂出版，是昆明征稽处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昆

明征稽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我国是人类历史上古老的文明大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我们中华民族

最善于创造历史和最善于编修历史，尤其编修地方志，堪称世界之首。编修地方志的光

荣传统“代代相济，永不断章”。据资料记载，除历尽沧桑、饱经风雨而收藏的8 500多

种，10．40万册历代旧地方志外，自1980年以来的20多年，又新编有省(市、自治区)、

地(市、州、盟)、县(市、区、旗)三级社会主义新志书6 320部和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

专业志、部门志，真是硕果累累，汗牛充栋。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宝库，极

大地增添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中国社会主义史志文

化的卓越标志。史志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志存绩，彪炳千秋；盛世盛绩，万古流芳。

古人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

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

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这就说明，普天之下，个人和家庭，家庭和

国度，其一脉相承，史志相因的道理。国泰民亦安，政通人亦和；太平多雨露，盛世志

业兴。修志之举，在行实用，彰往昭来，励精图治。治国鉴史，治郡鉴志，“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志为镜，可以见盛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当今修志“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和新的体例”创新发展，繁荣民族文

化，振兴民族经济，弘扬民族精神，真正起到“资治助政”，存史教化，科学决策，深化

研究，兴利除弊，扬善惩恶的积极作用。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历史上曾经被视为“交通闭塞，文化晚开”的古荒腹地

和“南蛮之区”。简忆历史，仅从秦开五尺道开始，历经“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

斧，元跨革囊”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形成“茶马古道”的南方丝绸之路。自元代云南始

设行省，赛典赤治滇，以后历经明、清、民国时期，兴革变化，云南的社会、经济、文

化、教育事业日益受中原的影响而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和民国时期

的抗日战争中，中原的工厂和大专院校、科研机关南迁，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人

才给云南，特别是省会昆明输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血液。同时，在清末民初，云南的莘

莘学子、有识之士前往西欧和日本深造回国，从事桑梓大业，习武兴教，科技救国，在

外因内力的作用下，促进了云南和昆明的巨大变化，可谓“旧貌变新颜，老树发春枝”。

就云南交通运输事业来说，滇缅公路、滇黔公路、史迪威公路和滇越铁路、贵昆铁路、
·1。



昆明交厕婀慧征收掳鬻志

“驼峰航线”的修建和通行，在中国交通运输史上闪烁着永不磨灭的光辉。新中国成立以

后，历经五十六年的光辉里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阔步

前进，几经风雨，艰苦探索，破浪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云南是祖国

的多民族边陲之地，昆明是全省的枢纽和辐射中心，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在1979年

秋，时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说：“全国看西南，西南看云南”，云南看昆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朽的

里程碑。云南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

方针、政策，并从云南的实情出发，竭尽全力发展“烟糖经济”、旅游经济、文化产业经

济和相适应的公路交通运输事业。以此全面推动“以昆明辐射全省”的社会经济稳定、

持续、快速发展，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历史辉煌。二十多年来，云南全省，尤其是昆明的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仅公路交通运输而言，以国家扶持、地

方筹资、信用贷款的不同渠道解决资金问题。以新修、改建、扩建的不同方式拓展公路

交通运输。以科学发展观采取逢山钻洞、遇江架桥、弯道改直、窄道加宽、级差增高的

不同方法，先后相继建成昆明至玉溪、昆明至曲靖、大理至保山、玉溪至元江、昆明至

禄劝、嵩明至待补等诸多高等级公路。同时，全省各市、州、县和乡、镇、村的公路交

通也纷纷修建贯通，总体上实现了省、市(州)、县(区、市)、乡(镇)的公路交通运

输网络。昆明已真正发挥和正在发挥着巨大的辐射功能。客货运输车辆和形形色色的摩

托车辆与日俱增，迅猛异常。可谓“路如蛛网车如蚁”，八方变通途，当今世界殊。

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处(以下简称“昆明征稽处”)在全国、全省编史修志的热

潮中，经党政领导研究决定，组织编修《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志》(以下简称“昆明

征稽志”)，这是昆明交通运输事业的一项文化系统工程，其目的有四：(一)为国家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二)为云南省、昆明市的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事业迅速发展

服务；(三)为系统总结和完善昆明公路交通规费征稽的历史和现状，以“填补空白”

服务；(四)为培养和教化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队伍，提高认识历史，明察现状，求

真务实，依法行政的水平服务。据此，这部专业志具有以下特色：其一，指导思想和政

治观点正确，组织方法得当，这体现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挂帅，群众支持；专职

和兼职人员相结合，“专职人员精干，兼职人员广泛”；专业职工和修志工作者相结合，

指导得力，撰写认真，流水作业，反复修改补充，以臻完善。其二，体例结构完整，篇

目设计合理。全志为章、节、目体，条分缕析，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图文并茂，表录

相补，人事互见，详近略远，首尾相映。除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后记

外，共有7章和人物、43节构成，而且在每章下设“简述”，以起引言作用。其三，内

容全面，资料翔实。鉴于昆明交通规费征稽以往未有专书，这次修志中，翻箱倒柜，查

找有关资料，力求广征博采，重点收集，把重点置于1978年到2005年期间，其资料较

为丰富。其中，特把“征稽所”集中全面记述，以显各自特色；选择记述“典型案例”，

以展示其中不同案件的处理经验与教训。其四，特色鲜明，行文规范。全志记述昆明公

路交通规费征稽的历史脉络，以“征收和稽查”为主线，反映出区位范围由小到大，车

辆种类、数量由少到多，征稽任务由轻到重，征稽问题由易到难，征稽力量由弱到强，

征稽技术由落后到先进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昆明作为省会城市，为全省的交通枢纽和辐
·2·



射中心，比之其他州、市更有特殊的地方：龙头摆而全身动，不可晓视而轻心。

《昆明征稽志》的编修出版发行是昆明征稽处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庆幸。因为它是全

处各级党政领导和全体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辛劳的果实。同时，它又是亲自参与撰写

者和编修人员心血和汗水的凝聚。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部志书

从编修到出版，先后历时一年多，纵然时间较紧，任务繁重，资料分散，业务技术生疏。

然而有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全体职工的积极支持，编修人员的勤奋努力，恪尽职守，通力

合作，保障了任务的圆满完成。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此，谨向全处为编修《昆

明征稽志》倾心尽力的同志们和特聘的几位地方志的专家、学者的精心指导、精心总纂

表示真诚的感谢。希望昆明征稽处的全体职工珍惜成果，能自觉地“读志、用志”，鉴昔

览今，敬岗爱业，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再创佳绩。

郭青华

2005年12月26日



昆罚耳囊闻卿萃征豫孺嚣斋

序 二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历史传统。江泽民指出：“编修社会主义时期

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形势下，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处乘“盛世修志”的东风，组织专业人员，聘

请有关编史修志的专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用了近一年时间，编纂完成了

《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志》。它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

是全处广大职工的支持，是有关专家的精心指导和修志人员辛勤耕耘、奋力拼搏的结果。

对此志的出版，表示热忱的祝贺!

《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与时俱进和改革开放为主轴，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

以及实事求是、“求实存真”的科学态度为准则，坚持横排纵写，以事叙人，述而不论，

用事实说话，寓观点于史实之中；坚持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突出地方、时代、专业特

点原则，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发展、起伏、演变的历史和现状，以利“存史、资治、教化”之目

的。也就是说通过修志，完整地记载和保存征收稽查的宝贵历史资料，总结征稽工作的

成就、经验、教训，为征稽事业的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为征稽事业传统教育提供一本活

生生的教科书。

《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志》以章、节、目体，充分运用概述、大事记、志、传、

图、表、录等形式，以时为序，详细记述了昆明地区五区(盘龙、五华、官渡、西山、

东川区)、八县(富民、禄劝、晋宁、呈贡、宜良、石林、嵩明、寻甸县)、一市(安宁

市)交通规费自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开始征收养路捐(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2005年止的73年间公路养路费(捐)以及车辆购置附加费(税)、客货运附加费、

通行费(过路、过桥费)和对辖区内欠费、逃费、暴力抗费车辆稽查的全部历程，包括

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细则、政策、文件的制定颁布施行，各种费用的征收标准、

范围、程序、规费征收历年统计，经验、教训、成绩以及机构演变、业务建设、职工队

伍、内部管理、所队简介、典型案例、人物以及一些重要文存等。

《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志》突出记述了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的演变发展历程。交

通规费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状况和社会历史发展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需要而建立的，并

确定交通主管部门依法向拥有机动车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用于公路养护、改善、建设、管

理和车站码头建设的专项事业。云南省为了做好交通规费的征收管理和稽查工作，省人
·4·



7隰盏晶
民政府和省交通厅根据国家有关交通规费的法规、政策，结合云南实际，制定了 相应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办法等规定，本着“以路养路、专款专用、应征不漏、应免不征”

的原则进行征收管理，将所收的交通规费取之于车、用之于路、造福于民。志书记载了

历年来昆明征稽处贯彻执行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所制定的法规、政策、办法，所取得的

实绩，反映了昆明征稽处征收稽查的历史和现状。

昆明征稽处广大干部和职工，为了做好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和管理工作，在工作环境

和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在人员少、任务繁重、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在省交通厅和省交通

规费稽查局(处)的领导下，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发扬敢

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成果一起要”的方针，以“征好费”为

中心，以加强财务管理为主线，加强党的建设、职工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文明

“窗口”建设，职工精神面貌、工作环境和条件大为改观。全处职工心系征稽，奉献岗

位，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走过了一段艰苦创业、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改革发展

的道路，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规费征收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昆明地区从1950—2005年，

累计征收交通规费占全省征收交通规费总数的1／3以上。从1993年以来，昆明征稽处多

次被交通部，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交通厅、省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局和局党委

授予“先进行业”、“先进集体”、“先进单位”、“文明单位”、“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为云南公路交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是上级的正确领导；二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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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与时俱进和改革开放为主轴，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以及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准则，力求体现“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o

二、基本原则：坚持方志体例和文风，横排纵叙，纵横结合；叙而不论，述而不作；

以我为主，越境不书，全国共有者从略；远略近详，横不缺项，纵不断限；突出地方特

色、时代特色、专业特色；人物生不列传而以事系人。

三、断限时间：上限一般自1987年，个别事物延至其发端；下限至2005年末。

四、行文规范：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lO日重新发表的《简化

字总表》使用简化字和1987年1月1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以及1984

年2月2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

五、有关称谓：志书中记述职务直呼其名，不称“同志”、“先生”、“女士”之类；

对单位名称、文件标题等，连续出现三次以上的，首次出现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例：

志稿中的五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所(简称“五华征稽所”)，其余均同。

六、资料来源：包括档案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仅口碑资

料以脚注记明提供人姓名和时间；引用出版物资料亦以脚注记明书报名、作者、出版社、

出版时间、出版物的卷次与页码。

七、数据使用：本志中记述的有关数据，以昆明征稽处和各所、队内部统计为主，

部分数据参照新编《云南省志·交通志》、《昆明市志》、《云南公路交通运输史》。

八、辖区范围：本志有关自然环境的记述(包括所、队)均参照昆明市辖区、县、

市新编的区、县、市志，故是昆明市行政区划调整前的记述。

九、典型案例：真实地记述和反映昆明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处严格执法，依法征稽和

以人为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提高遵章守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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